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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以为岁月无痕，但当我们

回首翻阅自己走过的路时，会发现

有一些记忆在生命中留下了深深

的痕迹。漫漫人生路上，总会有一

些人，一些事，在心湖荡起涟漪，有

时，甚至只是短短一句话。

那年中考之后，我在家焦急地

等待成绩公布。读书，对当时的我来

说，是唯一的出路，因此我付出的艰

辛和努力可想而知。中考成绩公布

那天，我拨打了成绩查询电话，成绩

不是很理想。我焦急万分，鬼使神差

之下，我又查询了和我准考证相邻

号码的成绩，比我高出很多，我心灰

意冷，更紧张了。就在那个下午，我

一口气查询了几十位同学的成绩，

后来才知道，当时查询成绩的信息

费是每分钟两元钱，那个下午，我花

费的话费高达 300多元钱，几乎是

当年父亲半个月的工资。

月底，父亲交完话费，回来问

我是怎么回事，我如实告诉了父

亲。原本以为父亲会狠狠地批评

我，可没想到，父亲并没有责备我，

只是平静地说：“没事，这件事别让

你母亲知道就行”。听到这句话，我

感到既愧疚又感动，因为母亲一直

克勤克俭，如果知道我花了这么多

话费，肯定会感到很心疼，而父亲

既不想让母亲难过，也不想让我感

到自责。

令人欣慰的是，我的分数在那

一年的高中录取分数线之上，我顺

利地进入了理想的高中。

多年以后，我依然为父亲的宽

容以及对我自尊的保护感动不已。

大学毕业后，我走上了神圣的

三尺讲台。年轻气盛的我，急于干

出一些成绩，于是每天都忙着备

课，上课，批改作业，辅导学生，对

班级的管理更是近乎苛刻。虽然

取得了不错的教学成绩，但我却

身心疲惫，并且，我与同事的感情

疏远，与学生的关系也很紧张。在

一次教研组的同事聚餐中，一位

德高望重的老教师对我说：“现在

的年轻人，工作起来难得有像你

这么认真、踏实的，”我不好意思

地笑了笑，他接着说：“但弦不能

绷得太紧，高弦易断，要劳逸结合，

你们的路还很长”。

这看似随意的一句话，却让我

感慨万千。

从那以后，我一步步地改变自

己的工作方式，适当地给予学生一

定的空间，也开始主动与同事交流。

一段时间下来，我发现，原来工作和

生活中有那么多美妙的风景曾在之

前被我错过了，当再次回想起那位

老教师的提醒，我由衷地感谢。

一个寒冷的夜晚，我从朋友家

做客出来，准备坐班车回家。路上

已是空无一人，只有路边的行道树

在寒风中轻轻摆动。我不知道还能

不能等到回市区的最后一班车，就

在我心神不安的时候，身后响起了

一阵脚步声，随即传来一个声音：

“这会儿还有车吗？”说话的是一位

中年大哥，“我也不知道”，我回答

后又问他：“你也是等车回市区

吗？”他点点头应了一声。时间又过

去了一会儿，还是没有车的影子，

我问那位大哥：“你还要等吗？”他

看了我一眼，笑笑说：“只要你等，

我就和你一起等”。那个时候，我突

然感到，我并不是孤单的，无论车

来不来，什么时候来，至少，有一个

人愿意和我一起等。

后来，我们终于等来了一辆出

租车，一起回到了市区。这是一个

再普通不过的生活场景，但多年

后，我还是会时常想起在那个寒冷

萧瑟的夜晚中，有一句温暖的话

语：“只要你等，我就陪你一起等。”

流年似水，生命的繁枝茂叶

中，总有一些叶子分外耀眼，记忆

的长河中，也总有一些话语被我们

长久记忆。无论是温暖的宽容和尊

重，还是善意的提醒和忠告，又或

是坚定的信任和支持，都丰富了我

们内心的感动，给我们勇气，伴我

们前行。

祖国颂歌（外一首）

蒲苇（四川）

在东方最靠近拂晓的花蕊里

我祝福你，伟大的祖国

背负广袤大地的殷殷嘱托

你以站立的姿态，诠释了

炎黄子孙矢志不渝的初衷

开始漫长的战斗与探索

祖国，你大胆的构想

如地平线上一道神奇的风景

创业者艰辛的步履

激扬起前进道路上的泥浆

历经七十载风雨

你始终紧握每一寸国土

昂扬的斗志，震惊了穹宇

落后就要挨打啊，这是不变的古训

你从未放下振兴民族的重任

奔腾的长江黄河

锦绣的万里长城

大好河山 繁花似锦

我们正挽起钢铁膀臂，以赤子的名义

把祖国建设得更加壮丽锦绣

祖国，我永远爱你

祖国，多么富有诗意的名字

镌刻在我的每一个季节里

就像茫茫天空中放飞的鸽群

我欢快地听着那美妙的呼吸

祥和了千家万户

祖国，我是您琴弦上的一个音符

咏唱七十载的风霜雨雪

伴你日复一日负重前行

干裂了嘴唇，我不曾焦急

磨出了血迹，我不曾痛惜

因为你是我生命的载体

我的歌声中，全是你金色的回忆

祖国，我多想成为远航的水手

随着嘹亮的国歌，升起中国人的自豪

或者，让我做你忠实的纤夫吧

虽然前进的道路上布满荆棘

也会遇到艰难与险阻

可我脚下是坚实的步履

我定不负你的希冀

勇敢战胜道路上的一切困难

祖国，我宁愿是一株水草

每时每刻都为奔腾的你送去温柔的慰藉

抚摸你的磨难坎坷

也为你的富强崛起而陶醉起舞

我还愿做你额上那盏矿灯

照耀你在历史长河中阔步前行

不，这些都还远远不够

祖国，我还想成为你手中的一束火炬

追随您的脚步，走遍千山万水

为您铺开满天灿烂的朝霞

祖国，我是你雪被下古莲的胚芽

我是你挂在眼窝里的晶莹露珠

我是刚粉刷出的崭新的起跑线

为绯红的黎明，喷洒热血和激情

祖国，我祝福你

虽只是广袤大地上的一粒小小种子

但你的荣光是我茁壮生长的动力

站在流光溢彩的春天

我为你欢呼，为你赞美

最亲爱的，我永远爱你

奋斗不仅仅是与青春有关的

日子，它是每一位劳动者的荣光，

在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砥砺前行，

在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中书

写 时 代 华 章 。劳 动 ，是 奋 斗 的

底色。

劳动创造价值，劳动收获幸

福，没有付出便没有收获，幸福的

笑容是在挥洒了汗水和泪水之

后，一种成功喜悦的自然流露。这

个世界上，成功的人有很多，但没

有一个人是能够随随便便、轻轻

松松就取得成功的，如果说成功

可以复制，那么，其模板上一定镌

刻着“劳动”二字。

命运多坎途，有痛苦、有迷茫、

有挫折、有困境，面对这些“十有

八九”的不如意，若我们选择放

弃，成功也就会离我们而去。如果

我们经过“千淘万漉虽辛苦”的艰

难奋斗，用劳动的姿态塑造“吹尽

狂沙始到金”的辉煌，那么一切都

将因劳动而美丽。明代大儒王阳

明说：“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

方能静亦定，动亦定。”命运是用

来挑战的，人生也会一次次蜕变，

而惧怕困难、甘于颓废、不思进

取，前怕狼，后怕虎，是弱者的表

现，真正的劳动者敢于直面人生，

直面自己，正视缺憾，勇往直前，

用 辛 勤 的 汗 水 浇 灌 出 幸 福 的

花儿。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不奋斗，

你的人生将碌碌无为、暗淡无光。

无论何时何地，一个人一旦缺少

了奋斗的勇气，就缺少了前进的

动力、向上的毅力，生活如“一潭

死水”，荡不起涟漪。“奋斗”一词

是人人都可以喊得响亮的口号，

但成功是做出来的，干出来的，而

不 是 空 想 出 来 的 ，更 不 是 喊 出

来的。

劳动是奋斗的底色，世界上没

有轻而易举的成功，也没有唾手

可得的胜利，人生奋斗的价值，就

是以其中包含的艰辛劳动和非凡

智慧来衡量的。可以说，劳动是人

的核心竞争力，人们用劳动建成

了今天的摩天高楼，人们用劳动

迎来了高速发展的新时代，是劳

动，让偌大的地球变成了一个小

小的村落；是劳动，使无垠的荒原

变成了肥沃桑田……不忘初心，砥

砺前行，用劳动感受幸福，让奋斗

的人生出彩，感悟生命的壮观。

历史的车轮终将会抛弃那些

征途上的懒惰者、懈怠者、无为

者。自古以来，“勤劳”都是中华

民 族 的 美 德 ，即 使 在 贫 弱 的 年

代，人们也不曾放弃用劳动改善

境遇的梦想。如今，劳动更是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

力，我们坚信，“有梦想，有机会，

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

创造出来”。

劳动的姿态是最美的舞姿，握

住所有因劳动而开满茧花的双

手，拥抱所有因劳动而淌满汗水

的身躯，对劳动者送上最诚挚的

祝福——时间不会辜负你的劳动，

梦想不会遗忘你的奋斗，撸起袖

子加油干，劳动，奋斗，所以幸福！

鲁史古镇，位于云南省临沧市

凤庆县，地处澜沧江与黑惠江之

间，因其所处地理位置险要，曾是

滇西茶马古道上的咽喉重镇，也

是中国最神秘的三大古镇之一。

这个茶马古道上的遥远小镇，

距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据说，

徐霞客在来到鲁史时，也曾感叹

过此地的繁华。

鲁史古镇是滇西保存较为完

好、规模较大的古建筑群之一，房

屋结构多为一楼一底三格三厦屋

面，泥瓦封火墙。古镇至今仍保留

着一段青石古道，把镇子一分为

二。行走在鲁史古镇中，你的脚步

不知不觉就放慢了下来。镇子里

的阳光柔美，光阴在这里似乎格

外温柔，错落的屋檐挤挤挨挨地

聚在一起，以蓝天为背景，渲染出

一幅浓墨重彩的长轴画卷。

古镇中的路不宽，人们在家门

口种满了花花草草，显得生机勃

勃。那些高高低低的屋檐上瓦片

整齐，灰色的瓦顶似乎写满了历

史的故事。沿着层层台阶在小镇

漫步，仿佛回溯在时光的河流中，

偶尔可见老人缓缓地扫着青石板

路，路边有绿绿的小草，一切都充

满了宁静的气息。

在鲁史古镇中，人们安然地居

住，安然地行走，画面中总是充满

了高低错落的层次感。土墙是黄

色的，小草是碧色的，屋檐是灰色

的，而门窗却涂抹成朱红，这里的

人们是天生的艺术家，可以把平

凡的生活演绎得如此美轮美奂，

充满了浪漫气息。

因为走的人多了，那石板路被

磨得油亮，闪着光的石板路上，仿

佛还有当年茶帮马队“叮铃叮铃”

的声音在回荡……如果你此时恰

好正在欣赏这座古镇，你可以看

到，一对母女从石板路上走过，女

儿身着时髦的服饰，而老人则恪守

着古老的民族服装。女儿搀扶着母

亲缓缓走过，这山，这镇，这石板

路，似乎都在欣赏着她们的美，时

光仿佛就停留在她们的身后，一任

光阴如水。

在街角的转弯处，镇上的几个

女人正在为一场婚宴在大锅前忙

碌着，她们的身边，是古老的雕檐

飞瓦。当你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古镇

时，人们会微笑着邀请你去家里，

也会笑着和你聊起这里曾经的辉

煌，在时光面前，似乎人们一直都

是如此辛勤，而我们仿佛走入了一

段遥远的光阴，那大锅里腾起的蒸

汽，宛若人们热气腾腾的生活。

暮色低沉，远山依稀，当人们

匆匆走过后，古镇又宁静了下来。

茶树依然开着它的花，长着新鲜

的芽；小草年复一年，黄了又绿，

绿了又黄；老屋栉风沐雨，始终守

候着古老的家园。历史与现代，在

这里完美的契合，此时，家园的亲

切感在心头油然而生。

在最朴实的地方，却有最智慧的

人。你看当地寻常人家的对联：“含笑

看人生，平心尝世味。”如果可以以这

种豁达的心态，生活在如此静美的古

镇，想来，也是一个智者了。

酣畅淋漓的春雨过后，朦朦胧

胧的烟柳，仿佛是画家不小心蘸

多了颜料，色彩显得浓郁厚重起

来。站在桥上远眺，河堤上柳色青

青，不禁叫人生出诸多欢喜。

在 春 天 里 边 走 边 看 ，一 抬

头，一串串青色蹦蹦跳跳地进了

眸子——是榆钱！

走快几步，站在马路牙子上，

我踮起脚尖伸手去摘榆钱。此时

的榆钱，叶片尚未完全长开，每一

片叶子只有衬衫上的白色纽扣大

小。我小心地捏起一片榆钱，仔细

端详，这叶片又薄又嫩，春天温柔

和煦的阳光轻轻巧巧地就能将它

穿透。捏几片放进嘴里，霎时就口

齿生香，再轻轻嚼一嚼，就品到了

若有若无的甜。

品着偶遇的榆钱，忽然之间，

我特别想回老家。

在我的老家，老房后面是一片

庄稼地，庄稼地周围有杨树，有柳

树，还有榆树，每年春天，一串串的

榆钱便密密地挂满枝头。那个时

候，常常有这样的场景：放学后，我

进了家门放下书包，转身就出了屋

直奔老房后的庄稼地去，等我到了

时，榆树下早已攒了好几颗脑袋，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叽叽喳喳地商

量怎样才可以摘到更多的榆钱。一

般是男孩子们负责爬树，女孩子们

负责接榆钱串，之后大家一起分享

成果。我们吃榆钱，是一把一把地

塞进嘴里嚼，把腮帮子塞得鼓鼓

的，吃饱了，还不忘撸几串装进兜

里。用不了几天，我们就把榆钱吃

厌了，而春天还在路上，走走停停，

不曾远去。

读中学的时候，课本里收有刘

绍棠先生的《榆钱饭》，文中写道

“小时候，年年青黄不接春三月，

榆钱儿就是穷苦人的救命粮。”榆

钱饭，曾是老百姓的家常饭，甚至

是活命饭。也正是因为这一份患

难与共的交情，至今有很多人仍

对榆钱饭念念不忘，这是一种潜

移默化在骨子里的想念，永远无

法改变，也不能改变。

榆钱，早已在历史中悠悠飘香

千年。《尔雅》中有记载：“荒岁农人

食之以当粮，不损人”，唐人作《戏

咏榆荚》：“风吹榆钱落如雨，绕林

绕屋来不住”，欧阳修更是留下了

“杯盘粉粥春光冷，池馆榆钱夜雨

新”的诗句。关于榆钱的名字，《本

草纲目》中有这样的描述:“榆未生

叶时，枝条间先生榆荚，形状似钱

而小，色白成串，俗呼榆钱。”在源

远流长而又意蕴深远的中华文化

中，“榆钱”，因与“余钱”读法同音，

又让人不免心生出几分好感，不由

地想要借此寄寓几缕美好的期望。

让人遗憾的是，当童年远去，

当老屋老去，当曾经葱葱茏茏的

庄稼地只剩下满目荒芜的时候，

榆钱虽在，却没有人再去采摘。年

复一年，当又一个春天到来的时

候，成串成串的榆钱在风中摇摆，

在阳光下微笑，可惜，没人再去搭

理它们。

春雨淅淅沥沥地飘洒在异乡

的土地上，一个偶然的遇见，让我

这个漂泊的游子，顷刻间泪水满

面。当我把那一串鲜嫩的榆钱放

在儿子小小的掌心上时，这个三

岁半的小男孩好奇地问道：“这是

什么？能吃吗？”我毫不犹豫地告

诉他，可以吃，可以多吃，这是春

天里最好吃的食物。

也许，儿子所知道的比榆钱好

吃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但是，将

来有一天他会懂得，这个所谓的

“最好吃”，其实是舌尖上的记忆，

是挥之不去的，乡愁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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